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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饯中二氧化硫检测准确度的影响因素及 
质量控制探究 

康茂约 1, 陈满玲 2, 朱海佩 1, 时  君 1, 谢林舜 1, 郑丽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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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蜜饯中二氧化硫检测准确度的影响因素及质量控制。方法  采取空白实验、阴性基质测

试、阴性基质加标、质控样测试、人员平行等内部质量控制和测量审核、能力验证外部质量控制对蜜饯食品

开展二氧化硫检测, 以 Z 值验证实验效果, 深入讨论分析检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提出控制和消

除实验偏离的技术要点。结果  实验室通过制定的系列质量控制措施通过测量审核、能力验证, 评价结果为

合格满意。结论  GB 5009.34—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酸碱滴定法检测食品中二

氧化硫时容易产生结果偏离, 本研究提出各种质量控制措施、检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思路、控制和消

除实验偏离的技术要点等可有助于二氧化硫检测准确性的提高, 也为其他检测机构在该项目的开展提供实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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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accuracy of sulfur 
dioxide detection in preserve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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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sulfur dioxide detection in preserves and its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dopt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blank experiments, negative matrix testing, 

negative matrix labeling, quality control sample testing, and personnel parallelism and 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to conduct 

sulfur dioxide testing on preserved fruits. Verifyed the experimental effect with Z value, in 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ed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sulfur dioxide detection and their solutions. Propose technical poin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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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and eliminating experimental deviations. Results  The laboratory had passed measurement review and 

proficiency testing by the series of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formulated. Conclusion  GB 5009.34—2022 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od safety-Determination of sulfur dioxide in food acid-base titration method for detecting sulfur 

dioxide in food is prone to result devi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detection process and their solutions, technical points for controlling and 

eliminating experimental deviation, which can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ulfur dioxide detection, and provide 

experimental references for other testing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his project. 
KEY WORDS: preserved fruits; sulfur dioxide; quality control; technical points; accuracy 
 
 

0  引  言 

蜜饯是一种以果蔬等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食
品添加剂和其他辅料, 经糖、蜂蜜或食盐腌制(或不腌制)
等工艺制成的制品[1‒2]。蜜饯在加工储存过程中容易生虫、

发霉和变色, 因此生产者多采用硫磺熏蒸进行加工和养护, 
以延长其保存期限[2‒3]。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蜜饯凉果的二氧化硫(包括

焦亚硫酸钾、焦亚硫酸钠、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等)和硫

磺重熏的最大使用量为 0.35 g/kg(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 
其主要作用是漂白、防腐和抗氧化[4‒6]。而过量硫熏导致二

氧化硫残留过量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危害, 使食用者出现呕

吐、恶心等不适症状[7‒9], 所以各地监管部门都会严控蜜饯

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超标[7]。因此准确高效地开展蜜

饯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残留量的监测, 确保蜜饯食

品的质量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B 5009.34—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

化硫的测定》内含 3 个方法, 其中第一法为酸碱滴定法, 
该法适用于所有食品, 仪器装置简便, 操作相对简单, 是
各检测机构和企业检测食品中二氧化硫最常用的方法 , 
也是各实验拥有食品二氧化硫检测能力的必认方法[10‒11]。

但是研究发现该法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容易受不同因素的

影响导致结果出现正向偏离或负向偏离, 且有不同研究者

先后发现该法在测定不同食品时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用性, 
并偶会出现假阳性现象, 都会对检测结果的正确研判带来

不少干扰[10,12]。因此如何用酸碱滴定法准确地检测食品中

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成了实验室的一道难题[13]。 
质量控制分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质量控制[14‒15], 内

部质量控制是指实验室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 采取一系列措施 , 对检测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和管

理, 以达到质量控制的目的[14,16]。外部质量控制可以反向

推动检测机构深入学习研究标准检测方法, 促进检测机构

与同行业其他机构对比, 识别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

检测机构提升检验能力水平, 同时与内部质量控制手段一

起配合开展, 共同为检测机构的质量控制提供保障体系[17]。

本研究通过内部质量控制包括空白实验、阴性基质测试、

阴性基质加标、质控样测试、人员平行等与外部质量控制

包括测量审核、能力验证等相结合[15,18‒19], 对蜜饯食品中

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深入开展检测, 以 Z 值验证执行情况和

效果, 同时深入剖析二氧化硫第一法酸碱滴定法检测蜜

饯食品中二氧化硫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深入分析检测结

果正向偏离、负向偏离产生的原因以及控制和消除实验

偏离的技术要点, 并提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本研究的开

展有助于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检测准确性的提高, 同时

为其他食品二氧化硫检测准确性的提高提供了借鉴方案, 
也为其他检测机构进一步促进该项目检测能力的提升拓

宽了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BSA223S 电子天平(精度 0.01 g, 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ST106-1RW 二氧化硫测定仪(由原 ST106-1RW 改造, 济南

盛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38%盐酸(分析纯, 浙江中星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30%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 H2O2)(分析纯, 西陇科学

股份有限公司 ); 0.1002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GBW(E)082913,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亚硫

酸根标准物质(1000 μg/L, 坛墨质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实验材料 

测量审核基质样品为菠萝蜜干、山楂干, 厂家均为大

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盲样为陈皮基质, 用 GB 5009.34—2022 第一法 酸碱

滴定法, 建议样品最小称样量为 20 g。 
阴性样品为米粉基质, 超市购买。其他样品来自食品

生产企业抽样、菜市场抽样等。 

1.3  实验方法 

1.3.1  标准溶液配制   
取 0.1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10 mL, 用无二

氧化碳的水稀释至 100.0 mL, 配制成浓度为 0.01 mol/L 的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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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吸收液配制 
配制 3%过氧化氢溶液 50 mL作为吸收液, 在吸收液中

加入 3 滴 2.5 g/L 甲基红乙醇溶液指示剂, 并用 0.01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黄色终点。 
1.3.3  仪器设置 

升温功率: 500 W, 升温时间: 10 min, 缓冲时间: 3 min, 
保温功率: 300 W, 时间设定: 120 min, 循环冷却水温设置: 
10~15 ℃, 氮气流量 1.2 L/min 左右。 
1.3.4  实验过程 

取固体 20 g 以上(精确至 0.01 g), 将称取好的试样置

于蒸馏瓶中, 加水 300 mL, 置于二氧化硫测定仪, 将玻璃

导管插入 1.3.2 吸收液液面以下。打开循环水泵, 打开氮

气, 打开分液漏斗, 使提前加入的 10 mL 6 mol/L 盐酸溶

液快速流入蒸馏瓶, 立即开启仪器按 1.3.3 设置自动运行

至结束。 
取下吸收液接收瓶, 将吸收液放冷后摇匀, 用0.01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黄色且 20 s 不褪色。 
同步开展空白试样检测。 

1.3.5  质量控制措施 
质量控制措施分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和外部质量控制

措施, 为确保检测结果准确, 根据 GB 5009.34—2022 特制

定以下质量控制措施: (1)空白实验。清洗仪器 6 个孔位, 分
别进行空白测试, 确保试剂无污染, 仪器无污染、无残留; 
(2)阴性基质加标。挑选阴性样品, 然后选择 2 个梯度水平

进行加标回收; (3)质控样测试。通过开展测量审核对菠萝

蜜干、山楂干质控样进行二氧化硫测试, 根据检测结果计

算 Z 值并分析检测过程和结果; (4)选择不同检测人员同时

开展盲样比对测试, 通过盲样测试结果验证质控效果, 并
对检测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入探讨分析; (5)采用不同方法进

一步进行验证比对。  

1.4  数据处理 

各数据参照 GB 5009.34—2022 方法计算, 结果以平

均值表示。所有的统计数据表格采用 WPS Office 2019 进

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结果确定及验证 

根据 GB 5009.34—2022 酸碱滴定法开展二氧化硫含

量空白测试、阴性基质样品确定、加标回收、质控样测试、

不同人员盲样比对测试, 不同方法比对等系列质量控制措

施, 最终确定实验结果。 
2.1.1  空白实验结果 

对二氧化硫测定仪的的 6 个孔位进行清洗后用纯水

进行空白测试, 6 个孔位 H2O2 吸收液的氢氧化钠滴定量均

在 0.05 mL 以下, 说明仪器所有孔位已彻底清洗干净且并

未发现污染现象。 
2.1.2  阴性基质样品实验结果 

从日常检测过程中筛选出阴性样品基质, 按照 1.3 进

行 6 次阴性基质实验测试, 检测结果发现阴性基质样品的

本底平均值为 8.90 mg/kg, 按照 GB 5009.34—2022 酸碱滴

定法结果表示为未检出 [以定量限 (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表示, LOQ 为 10 mg/kg], 最终确定该样品可作为阴

性基质进行加标测试。 
2.1.3  阴性基质加标回收测试 

选择 2.1.2 确定的阴性样品, 选择 2 个梯度水平进行

加标回收测试(详见表 1)。加标回收发现梯度 1 的实测结

果分别为 265.2、282.7、259.6 mg/kg, 加标 1 回收率分别

为 102.5%、103.9%、98.2%, 平均回收值为 101.5%。梯

度 2 的实测结果分别为 407.4、387.9、399.3 mg/kg, 加标

2 回收率分别为 100.8%、97.4%、98.0%, 平均回收值为

98.7% 。 阴 性 基 质 加 标 回 收 率 的 结 果 满 足 GB/T 
27417—2017《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

标准要求。  
2.1.4  测量审核实验结果 

通过开展测量审核对菠萝蜜干、山楂干质控样进行同

步测试, 通过表 2 可发现质控样(菠萝蜜干)的检测结果分

别为 0.775、0.750、0.786 g/kg, 根据《作业指导书》提供 
 

表 1  阴性基质加标回收测试 
Table 1  Negative matrix spiked recovery test 

SO3
2–质量 

浓度/(μg/mL) 
梯度 SO3

2–添加量 
/mL 

加标含量 
(以 SO3

2–计)/μg 

加标含量换算

为以二氧化硫

计/μg 

样品 
质量/g

加标 
理论值 

/(mg/kg)

本底值
/(mg/kg)

加标 
实测值

/(mg/kg) 

回收率 
/% 

平均 
回收值

/% 

1000 

1 3.3 3300 2640 

10.56 250.0 

8.90 

265.2 102.5 

101.5 10.02 263.5 282.7 103.9 

10.34 255.3 259.6  98.2 

2 5.0 5000 4000 

10.12 395.3 407.4 100.8 

 98.7 10.28 389.1 387.9  97.4 

10.04 398.4 399.3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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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质控样测试 
Table 2  Quality control sample testing 

质控样 
基质 

指定值
X/(g/kg) 

标准差
σ/(g/kg) 

检测结果
x/(g/kg) 

Z 值 

菠萝蜜干 0.860 0.083 

0.775 ‒1.02 

0.750 ‒1.33 

0.786 ‒0.89 

山楂干 1.628 0.153 

1.602 ‒0.17 

1.570 ‒0.38 

1.591 ‒0.24 

注: Z 值计算公式为 Z=(x‒X)/δ。 

 
的 Z值计算公式得出, 其 Z值分别为‒1.02、‒1.33、‒0.89; 质
控样(山楂干)的检测结果为分别为 1.602、1.570、1.591 g/kg, 
其 Z 值分别为‒0.17、‒0.38、‒0.24。测量审核质控样(菠萝

蜜干、山楂干)的 Z 值绝对值均<2.0, 测量审核检测结果均

为满意。 
2.1.5  不同人员测试比对实验结果 

根据表 3 中 2 位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同时开展盲样比

对测试发现, 人员Ⅰ组、Ⅱ组检测结果的精密度均符合 GB 
5009.34—2022 标准中规定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得超过算数平均值的 10%要求, 但是Ⅰ组人员较Ⅱ组

人员相比精密度 1.0%<2.0%, 结合前期空白测试、阴性基

质样品确定、加标回收、质控样测试等系列质量控制措

施综合考虑, 选择最终选择Ⅰ组数据 199 mg/kg 作为盲样考

核结果。 
 

表 3  不同人员盲样检测情况 
Table 3  Blind sample testing by different personnel 

人员 
平行测定
/(mg/kg) 平均值

x/(mg/kg) 
精密度/% 

1 2 

Ⅰ组 198 200 199 1.0 

Ⅱ组 199 203 201 2.0 

 
2.1.6  能力验证实验结果 

本研究的考核结果为 199 mg/kg, Z 值为 1.01, 评价结

果为合格, 本组盲样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4。 
该次盲样考核评价方式首先剔除粗大误差, 如抄写

错误、样品数据报错、小数点错误等, 然后再对测试数据

结果进行直方圆分析, 要求数据在符合近似正态分布的基

础上再进行稳健分析, 最后按照 GB/T 28043—2019《利用

实验室间比对进行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要求, 采用稳健

(Rosubt)技术处理测试结果和评价结果。最终以实验室间 Z
值作为判定检验机构能力的统计参数, 按照公式 Z=(x‒X)/δ
进行计算 Z 值, 其中 x 为实验室的实测值, X 为组织方确认

的样品指定值, δ为能力评定标准差[20]。然后对参加实验室

的测试结果进行判定, 判定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其中

|Z|<2.0 为满意结果, 判定为合格; 2.0<|Z|<3.0 为有问题, 警
戒信号, Z≥3.0 为不满意结果(离群值), 措施信号, 2 者均被

判定为不合格。Z 值“+、‒”表明结果偏离方向, Z 值大小体

现了实验室结果与中位值的偏离程度[21‒23]。 
2.1.7  准确度影响因子实验结果 

选取不同样品进行影响因子实验, 该些样品采用 GB 
5009.34—2022 第一法酸碱滴定法严格按照上述质量控制

措施进行检测并经 GB 5009.34—2022 第三法离子色谱对

检测结果进行验证, 发现检测结果一致。对该些样品进一

步进行准确度影响因子实验后发现, 不同影响因子的变化

最终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度, 详见表 5。 

2.2  影响实验偏离的可能性分析 

从表 4 可发现陈皮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负偏差最低

的为 110 mg/kg, 正偏差最高的值为 216 mg/kg, 严重偏离

中位值, 实际检测过程也发现类似结果偏离。该实验包括

空白测试、加热蒸馏、酸碱滴定等操作步骤, 本研究对出

现正向偏离、负向偏离的可能性进行影响因子深入探究。 
2.2.1  正向偏离的原因探讨 

当检测结果偏离中位值或真值的方向为正时即为正

向偏离, 该实验检测结果过高的可能原因有: 样品原因、

仪器原因、操作原因等方面因素影响。样品原因具体为未

按照标准、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制样、取样, 导致样品中

二氧化硫存在一定不均匀且局部偏高情况, 其他仪器原

因、操作原因等方面影响因素详见表 6。 
2.2.2  负向偏离的原因探讨 

当检测结果偏离中位值或真值的方向为负时即为负

向偏离, 该实验检测结果过低的可能原因有: 样品原因、

仪器原因、操作原因等方面因素影响。样品原因具体为未

按照标准、作业指导书要求进行制样, 导致样品中二氧化

硫存在一定不均匀且局部偏低情况, 其他诸如仪器原因、

操作原因等方面影响因素详见表 7。 

 
表 4  本组盲样检测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blind sample testing in this group 

实验室数量

/家 
指定值

/(mg/kg) 
能力评定标准差

/(mg/kg) 
指定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mg/kg) 
稳健变异系

数/% 
最小值

/(mg/kg) 
最大值

/(mg/kg) 
极差 

/(mg/kg) 

45 184 13 2.5 7.2 110 21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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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准确度影响因子实验 
Table 5  Accuracy impact factor experiment 

样品 
严格按照质量控制措施检测 影响实验结果准确度的实验 

酸碱滴定法结果
/(mg/kg) 

离子色谱法结果 
/(mg/kg) 

影响因子 酸碱滴定法结果
/(mg/kg) 

备注 

样 1  18.8  17.9 
导管未深入吸收液液面底部导致吸收不充分 未检出 负向偏离

冷却循环水温变高, 高达 30~40 ℃不等  40.1 正向偏离

样 2 未检出 未检出 管路未清洗干净  15.4 正向偏离

样 3  30.5  31.1 
加热功率过大, 且沸腾后未处在微沸状态  40.2 正向偏离

氮气量不足, 流速过低  27.1 负向偏离

样 4  25.2  24.5 忘加酸 未检出 负向偏离

样 5 208.0 224.0 H2O2 吸收液未现用现配 190.0 负向偏离

样 6 105.0 102.0 
使用传统的玻璃搭建蒸馏装置, 连接处气密性不

足导致不同程度漏气 
 80.2 负向偏离

样 7 454.0 466.0 氮纯度未达 99.9%以上 445.0 负向偏离

注: 未检出的结果以 LOQ 表示(LOQ<10 mg/kg)。 
 

表 6  正向偏离的可能性及解决方案 
Table 6  Possibility and solution of positive deviation 

项目 产生正向偏离的可能性 控制和消除正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1 未做空白校正 
做完样品后需及时清洗管路, 尤其是二氧化硫高含量, 需

消除空白影响, 做好空白校正 

2 加热过猛, 导致部分盐酸挥发出来 沸腾后, 控制好加热功率保持微沸状态 

3 氮气流速过大, 导致部分盐酸挥发出来 氮气流速控制 1.2 L/min 左右(具体根据仪器特性作调整) 

4 
该实验加热时间较长, 冷却循环水温容易变高, 冷却效果变差

导致部分酸性物质未被及时冷却而被氮气同步蒸馏出来, 影
响滴定结果 

实时关注冷却循环水温, 保持在 15 °C 以下 

5 
管路中高温部分使用硫化橡胶, 加热过程中硫化物被同步蒸

出与 H2O2 反应生产硫酸影响滴定结果 
更换蒸馏装置中易引入误差的硫化橡胶管等, 改用玻璃装置

6 
部分食品尤其是此次考核盲样基质可能含酸性挥发物质或其

他含硫化合物干扰滴定结果[10,22] 
排除因挥发物引起的假阳性干扰 

7 假阳性干扰[10,23–24] 
检测部分食品需排除假阳性干扰, 如带挥发性物质的香辛

料[26], 添加乙酸、乳酸、柠檬酸的酱腌菜等[25‒26] 
 

表 7  负向偏离的可能性及解决方案 
Table 7  Possibility and solution of negative deviation 

项目 产生负向偏离的可能性  控制和消除负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1 吸收液按 1.3.2 处理时超过黄色终点, 未被舍弃 
舍弃颜色校正过量的吸收液或者吸收液采取统一校正

后再进行分装 

2 使用传统的玻璃搭建蒸馏装置, 连接处气密性不足导致漏气 注意仪器装置的气密性, 实验前做好气密性测试 

3 
提取不充分, 导致结果偏低, 具体原因可能为: 提取时间不

够、加热温度偏低、气流量偏低、样品量过多而加水量过少

导致样品未充分被浸没提取、样品有结块等 

合理调整称样量和水的比例,  
对于蓬松的样品可减少取样量或加大水量以防浸提不

充分 

4 

提取过程有损失, 导致结果偏低, 具体原因可能为: 氮气流量

大甚至超过 2.0 L/min 导致吸收液来不及吸收产生的二氧化

硫、吸收液接收器平底部过大导致液面高度不够、导管未深

入液面底部导致吸收不充分等 

尽量使用细长的接受容器, 使吸收液面尽量高; 吸收导

管头部用使用尖头或在导管末端接移液枪头, 使产生的

气泡变小变密以便被吸收; 接受瓶中可增加低速搅拌转

子使吸收更充分; 氮气流速控制 1.2 L/min 左右 

5 
酸性条件不够, 导致反应不完全, 具体原因可能为: 加酸速度

过慢导致蒸馏设备打开后部分二氧化硫气体跑走, 延迟加酸

或忘加酸、酸浓度不够、酸量过少等 

根据样品特性添加酸量, 加酸及时、快速; 对于过碱的

样品, 需增大加酸量或减少取样量, 以保证提取环境处

于酸性 

6 H2O2 吸收液未现用现配、开封过久等导致其氧化性不足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 现用现配 

7 
未使用高纯氮, 氮气纯度不够, 未达 99.9%以上, 亚硫酸盐与

其他杂质反应, 导致产生的二氧化硫偏少, 影响最终结果 
氮气纯度>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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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其他原因探讨 
此外数据处理引入的误差, 氮气流量计、氢氧化钠标

准滴定溶液、滴定管的不确定度, 空白与每个样品间滴定

起点颜色和终点颜色未按统一标准判定等都会影响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27]。 

2.3  控制和消除实验偏离的技术要点 

酸碱滴定作为二氧化硫检测现行有效的国标第一法, 
仪器简单、操作简便, 是检测食品二氧化硫最常用的方法, 
在各级实验室被广泛应用, 然而实验过程有许多细节措

施、技术要点需要实验人员把控来提高实验结果准确性。 
2.3.1  控制和消除正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为防止结果正向偏离过大, 在进行日常检测、测量审

核和能力验证时需从样品角度、仪器角度、操作角度等方

面进行逐一排查和监控, 样品角度需做到均匀制样取样; 
仪器角度需做到控制氮气流速和冷却水温, 蒸馏装置的硫

化橡胶部分改用全玻璃, 控制好加热功率等; 操作角度需

做好空白校正, 排查假阳性干扰等, 详见表 6 提及的控制

和消除正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2.3.2  控制和消除负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为防止结果负向偏离过大, 在进行日常检测、测量审

核和能力验证时需从样品角度、仪器角度、操作角度等方

面进行逐一排查和监控, 样品角度需做到均匀制样并捣碎

防止结块等; 仪器角度需做到防止蒸馏装置漏气, 控制氮

气纯度、流速和加热温度等; 操作角度需控制好酸量、酸

浓度、控制好吸收液的初始颜色和配制时间、样品提取时

间等, 详见表 7 提及的控制和消除负向偏离的技术要点。 
2.3.3  其他技术要点 

为避免引入更多额外的误差, 在该项目进行日常检

测、测量审核和能力验证时还需注意: (1)根据自身仪器设

备的特点, 按照 GB/T 27417—2017 做低、中、高至少 3 个

浓度水平的加标回收, 根据回收结果选择合适的加热速

率、加热温度、氮气流量等, 以防止加热温度、加热速度、

氮气流量过高过快过大或过低过慢过小造成实验误差[28]; 
(2)按照 GB/T 27417—2017 做阴性样品加标回收、检出限、

LOQ、测量范围、准确度、精密度等; (3)用其他方法如离

子色谱法进行结果比对和验证。部分食品由于基质特性, 
用酸碱滴定法测试可能存在不适性, 可用离子色谱法验证

并出具实验结果等[10,12,24]; (4)空白、每个样品间滴定起点

颜色和终点颜色要按统一的判断标准等。 

3  结  论 

酸碱滴定法作为食品中二氧化硫最常用且应用最广

的方法, 其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对监管部门、生产销售商家

等而言都尤为重要, 因此提高食品中二氧化硫检测的准确

度意义重大。本研究通过研究建立质量控制措施以防二氧

化硫检测的准确度产生偏离, 并详细列出了影响二氧化硫

检测准确度的可能因素, 同时提出控制和消除实验偏离的

技术要点。本研究建立的质量控制措施可靠, 以 Z 值验证

内部质量控制与外部质量控制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良好, 不
同方法验证实验结果一致。本研究的开展有助于蜜饯食品中

二氧化硫检测准确性的提高, 也可将其应用在其他食品中

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检测上, 建立规范的质量控制措施, 排查

影响结果准确性的可能性因素, 在提高检测结果准确性、可

靠性的同时, 也提升了实验室自身的检测技术能力[17,29‒30], 
可为其他实验室参与该项目日常检测、测量审核、能力验

证提供参考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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